
经营与管理Operation and management

105

和政“啤特果”产业的创新性研究

石荣民，杨永林

和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，甘肃临夏  731200

1  尽快申报和政啤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取得

国家级“名片”，奠定做大做强和政“啤特果”产

业的强有力基础

1.1  申请和政“啤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四大好处

（1）申请和政“啤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将会

直接有利于和政县啤特果支柱产业的发展壮大，甚至把

啤特果产业链做大做强，直接带动和政县地域经济的快

速发展。

和政县将啤特果产业作为和政县五大支柱产业之一，

自 1999 年以来，根据省林业厅《关于大力繁育推广优良

乡土树种和名优新经济林品种的通知》（甘林造[2003]98

号）、省林业厅《甘肃林业发展“十一五”和中长期规划》、

临夏州《“十一五”林业发展规划》、临夏州委、州政府《关

于加快啤特果产业发展的决定》精神，加之和政县是国

家退耕还林示范县和甘肃省的林缘县之一，和政县通过

实施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已建成种植啤特果种植基地 8.7

万亩，涉及全县 13 个乡镇 122 个行政村。申请和政“啤

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将会有助于啤特果产业链做

大做强。

（2）啤特果是和政县特有的乡土树种，也是广大农

民群众的主导林果产品，申请和政“啤特果”地理标志

产品保护，直接有利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，尤其是广大

果农的根本利益。

截至 2022 年底，全县坚持“公司 + 基地 + 农户”的

发展模式，带动全县 34 个贫困村、5110 多户群众发展啤

特果种植，户均增收 4800 多元，带动全县 2.6 万农户栽

培啤特果 17 万亩，建成万亩啤特果示范基地 5 个，千亩

啤特果示范基地 15 个，挂果面积 6.8 万亩，产量 6.8 万

吨，鲜果产值达到1.9亿元，实现了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

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。

申请和政啤特果地理产品标志保护，将使全县近 2.6

万果农直接受益，有利于广大果农的根本利益。

（3）申请和政“啤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将会

直接有利于和政县各加工企业的合法利益。

啤特果的故乡是和政，和政县以啤特果梨为原料的

加工企业，已经发展到 4家：

①甘肃和政八八啤特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

1995 年，是甘肃省内产销规模最大的集研发、生产、销

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私营食品企业。公司研制开发的“松

鸣岩”牌高原酸梨汁、啤特果汁饮料，通过 26 年的稳步

经营，形成了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价值。

②和政县南阳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私营企业，

创建于 1996 年 12 月。注册商标“陨石牌”，产品为陨

石牌啤特果汁，年加工鲜果能力 500 吨。

③和政县云龙绿色果品有限责任公司。私营企业，

创建于2005年 10月，生产啤特果汁，申请注册“燕云龙”

商标，年加工鲜果能力 1000 吨。

④和政县金源果品有限责任公司。私营企业，生产

啤特果汁，申请商品商标“和政金源”，年加工能力800吨。

⑤县内有专供啤特果汁饮料的PET瓶生产企业三家。

和政县产、销、加为一体的啤特果产业链条业已形成，

广大群众已经得到实惠，这个产业正在发展壮大。和政“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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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和政啤特果属于一种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，能够促进啤特果产业的发展和壮大，保护广大果农的切身利益，给

国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当前我国申报和政啤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时机已经成熟，是做大做强和政“啤特果”

产业的好时机。但是，目前和政啤特果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政府投入低、缺乏标准化生产的相关制度以及果品品质低等问题，

严重制约了和政“啤特果”产业的发展，文章对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，旨在促进和政“啤特果”产业的发展，为国家发

展创造经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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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一旦申请成功，将有利于加工

企业生产啤特果汁壮大支柱产业，县级财政收入将会明

显增加，直接有利于正在成长发展中的和政县啤特果支

柱产业。

（4）申报和政“啤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直接

有利于和政县退耕还林成果的巩固，给国家带来良好的

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。

和政县把“啤特果”这一乡土树种，作为国家退耕

还林工程建设的主栽树种，自 1999 年以来，政府通过退

耕还林工程建设啤特果基地 4.2 万亩。和政县广大果农

和退耕农户的啤特果申报和政啤特果地理保护标志，将

会扩大影响，提高知名度，市场前景将会是十分广阔的，

将会有利于销售，有利于和政啤特果品牌的提升，将形

成全县退耕农户通过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啤特果园得到

快速发展，有利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。

申报和政啤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其结果是直接有

利于退耕还林工程成果的巩固，切合国务院《通知》精神，

使国家巨额投资得到收益，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良好的

收益。

1.2  申报和政啤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时机已经成熟

由和政县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与和政县林业局共同

制定的两项甘肃省地方标准《和政啤特果育苗技术规程》

《和政啤特果栽培技术规程》已于 2008 年 6 月 30 日由

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发布施，全县广大果农已按

两项标准实施标准化生产，为申报和政啤特果地理标志

产品保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《和政啤特果栽培技术规程》

地方标准又于 2016 年由和政县林草局修订为《皮胎果栽

培技术规程》DB/T1725-2016 地方标准，现已发布实施。

和政县委县政府历届领导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

届接着一届干，不变调、不松劲、不停步，推动了啤特

果产业的大发展。啤特果成为和政干部群众最为自豪的

一张“名片”。和政啤特果如果获得了地理标志产品保

护证书这张国家级“名片”，可以及时保护这一极具地

方特色的产品的健康有序发展。如果不及时做这项工作，

相邻县份有可能抢注啤特果地理标志产品。

根据以上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充分说明申请“和政

啤特果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时机已经成熟。

2  和政啤特果简介、存在问题、发展前景

2.1  和政啤特果简介

和政啤特果是一种独特山珍，味酸、甜，性温；具

有极高的热能（1780kcal/kg）和维生素B2（0.15mg/100g），

含有丰富的粗脂肪、粗纤维、蛋白质、铁、钙、维生素

C、B1、B2、鞣酸等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物质，钾盐含

量 338mg/100g，氨基酸含量更是高达 376mg/100g。是民

间润肺养胃、消泻止渴、软化血管、解酒保肝的食疗佳

品，具有广阔的培育发展前景。这一独特的果品是甘南

西南部和政、临夏、康乐、渭源、通渭等县的特有品种，

其中和政县分布最为集中，栽植果树数量占 61%，果品

产量占 73%，处于梨属植物分布的上限。和政县有悠久

的栽培历史，已经具有 1000 年的栽培历史，适生于海拔

1900 ～ 2500m 之间，

2.2  和政啤特果的存在问题

2.2.1  啤特果自身因素的制约

啤特果的特点就是在采摘之后才会发育成熟，由于

这个发育成熟的过程较短，且成熟后的啤特果的运输以

及储存都较为困难，因此啤特果的销售期就会比较短，

果农们会将啤特果进行集中销售，这就给了收购者压低

收购价格的机会。啤特果的收购价格低，就会导致果农

的收益减少，导致种植和销售啤特果的果农减少，啤特

果的产量就会减少。另外啤特果的生长周期也比一般的

水果长，并且收益见效慢也是导致啤特果发展受到阻碍

的一个因素。

2.2.2  经营管理粗放，加工能力不足

果农对于啤特果的经验管理并不重视，多数果农也

没有种植管理的经验，因此果农们种植啤特果主要是自

然地获得收益，缺乏种植管理的意识，所以就会导致一

些啤特果的种植不重视防虫害以及天然气候的灾害影响，

导致啤特果的产量低下，发展规模跟不上产品的生产规

模，并且加工的产品较为单一，加工能力不足，加工的

产量就只能达到啤特果年产量的 25%，不能满足啤特果发

展特色产业的要求。导致啤特果的新产品的研发也较为

落后，没有新产品就会使得市场失去核心竞争力。并且，

由于啤特果的果汁生产在国家没有专业的行业标准，因

此产品质量也是参差不齐，这也是制约啤特果发展的因

素之一。

2.2.3  市场服务体系不完善

目前来说，啤特果的市场存储时间短并且流通能力

也差，市场没有标准的质量体系以及服务设施，因此设

备还处在较低的水平，市场竞争力就弱。在啤特果的销

售中，没有经过精确地市场调研，因此也会导致供需信

息要求不想等，市场的服务跟不上市场的要求。并且没

有完整的管理责任体系，导致管理中出现很多漏洞，啤

特果的市场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。

2.3  和政啤特果产业升级策略

2.3.1  提高科技水平，专业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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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生产优质的啤特果发展地区经济特色首先就

需要加强对果农的专业知识培训，摒弃掉之前靠自然生

产的理念，应当推行生产的标准化和专业化，认真执行《和

政啤特果栽培技术规程》和《和政县啤特果育苗技术过

程》，要在群众中宣传如何科学地种植管理，将啤特果

从选育到销售都进行精确化的管理，确保啤特果的质量

达标，并且有效地解决啤特果的保存时间不够长的问题，

延长储存时间，提高市场收购价格，鼓励更多群众参与

到标准化的啤特果产业建设中来。聘请技术人员对啤特

果生产加工的技术进行优化。并且政府部门需要协调各

相关部门组织尽快为啤特果的果汁行业制定一个可行的

质量标准，逐步实现啤特果的标准均化生产。

2.3.2  建设专业育苗基地

建设专业的育苗基地应该在和政县现有的啤特果在

职规模上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，采取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

的模式进行产地的扩张，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，利用荒山、

地埂、屋前屋后等等这些地方进行种植，扩大啤特果的生

产规模，开展优质的选品以及规范的育苗，并且需要引进

高效的栽培技术，通过技术的提升以及政府的引导，带动

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啤特果的生产中来，优选优种。还可

以向周边的城市推广啤特果，开创种苗繁育的新道路。

2.3.3  强化营销，打造品牌

我们在进行啤特果的销售的时候，应该注重产品的

特征，抓住特点进行宣传，才能获得更多的消费者。培

育好的产品是关键，进行好的宣传也是关键，只有好的

宣传产品，我们才能从产品中获利，才是我们发展地区

产业链的主要目标。我们应该联合现在的数字化媒体进

行宣传，可以结合地区特色打广告，打造和政啤特果的

品牌，将和政啤特果的品牌形象深入到人心，并且，还

可以与餐饮企业合作推广，将啤特果进行宣传，引入到

人们的生活中去，加大网络销售投入的成本，从而带动

民族特色产业的发展。

2.4  和政啤特果的发展前景

根据和政县啤特果产业化发展项目设想，我县啤特

果生产规模 10 万吨，其中啤特果纯果汁 2 万吨，啤特果

汁饮料 8 万吨。以啤特果为主要原料的果汁和饮品在市

场极为畅销，农民从啤特果种植中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收

入，大力发展啤特果产业积极性很强，这为啤特果产业

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。有了良好的发展机遇，有

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有广大果农的发展要求和广阔的市场

需求，和政啤特果的发展前景会是十分广阔的。

为此，建议县政府尽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和政

啤特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。此时申报，正逢其时，也是

十分必要的，应当立即申报。

3  做大做强和政“啤特果”产业的设想

为了提高啤特果产业的附加值，和政县还将加大对

果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，开发系列果品优质产品，提

高产品品位，加强销售宣传，促进销售量的上升，扩大

市场销售份额，实现以加工企业为龙头，带动啤特果种

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上升，最终实现“公司 + 基地 +

农户”的产业发展模式，使啤特果成为全县财源建设、

富民强县、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。

啤特果产业要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“快车”，

我想关键还在于五轮驱动，即行政持续推动、干群协调

联动、项目和典型牵动、科技推广驱动、建办龙头企业拉动。

各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，应加快技术改造步伐，产品不

断换代升级。要重点引导现在企业发挥集团优势，集团公

司依托公司产品研发中心开发更具优势的产品，让啤特果

果汁饮料产品畅销省内外，从而有力地带动啤特果梨基地

建设，形成“公司加工基地，基地联农户”的产业化经

营模式。和政啤特果果汁生产、销售超常规发展，以带

动和政啤特果产业做大做强。让啤特果产业成为撑起县

域经济发展的大产业，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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